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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地域福利保健计划？

您所在的地域可能有人面临各种困难，却没有可以咨询的人，
正陷入孤立状态

⚫ 地域内生活着从婴幼儿到老年人等各个年龄段的人，有外国人、残障人士等有着不同

立场和背景的人，其中也有人在生活上面临着困难。

⚫ 然而，随着地域的“关联”逐渐减弱，有人面临各种困难却没有可以咨询的人，陷入

孤立状态，并导致问题愈加深刻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实现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援”的地域共生社会

⚫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生活在地域中的人们面临着各种生活问题，但通过地域居民和各

种地域主体相互“关联”、“相互支援”，我们正在致力于实现能共同创造每个人的

生活、生活意义和地域的“地域共生社会”。

⚫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放心地以自己的方式健康生活，需要全体市民、支援机构、相关机

构等同心协力，思考彼此能做什么并与具体行动相结合，以建设一个更好的地域。

市计划、区计划、不同地区计划之间的关系

⚫ 横滨市的地域福利保健计划由市计划、18个区的区计划和不同地区计划组成。

关于横滨市的地域福利保健计划

市计划
区计划

区（总体）计划 不同地区计划

通过展示基本理念和市的
方向，为区计划的推进

提供支援的计划

根据区的特性制定的贴近区民的
核心计划（18个区）

为应对地区课题，以地区为主
体，与区、区社协、地区护理
广场协作制定和推进的计划

市计划

区计划

区计划

区计划区计划

区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不同地区
计划

（以地区联合町内会为单位等）

为制定和推
进提供支援

难以解决的
区的课题

为制定和推
进提供支援

难以解决的
地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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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域福利保健方面，“自助”为各自致力于个人能做的事情；“共助”为相

互帮助个人无法解决的事情；“公助”为致力于必须依靠行政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者相互合作开展很重要。

⚫ 在地域福利保健计划中，为了解决生活课题和地域课题，将“自助”、

“共助”和“公助”相结合，为三者创造关联并统一开展举措。

福利保健相关领域以及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 横滨市正在推进按领域划分的福利保健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等。

⚫ 地域福利保健计划从地域视角表明了在不同领域的计划中通用的理念、方针和举措推

进方向，并通过与居民、企业以及支援机构等协作开展举措，旨在丰富所有对象人员

的地域生活。

【按领域划分的福利保健计划】

⚫ 横滨积极老龄化计划（横滨市老年人保健福利计划、介护保险事业计划、认知

障碍对策推进计划）

⚫ 横滨市残障人士计划

⚫ 横滨市儿童、育儿支援事业计划

⚫ 健康横滨21

地方政府和国家、社会保险
（介护保险、养老金等）、

福利服务和制度（生活保障等）

个人、
家人和亲属

熟人和朋友、
邻居和地域社会
组织和团体

自助

开展自己和家人能做
的事情。尽力发挥自

己的能力。

共助

公助

地域和同伴之间相互
帮助，同时开展能做的

事情。

由公共机构开展个人、
家人、地域等无法提供

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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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和基本理念

⚫ 通过推进计划预期达成的全市通用目标“基本理念”、具有更具体方向的“目标姿

态”、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开展的“推进举措”，以及推进计划的前提看法“推进视

角”，如下所示。

目标姿态1

<相互认同>
相互尊重、可以放
心地以自己的方式

生活的地域

目标姿态3

<齐心协力>
无论是需要帮助的
人，还是伸出援手
的人，都不会独自

承受的地域

目标姿态2

<关联>
相互关心、相互
支援、可以健康生

活的地域

<基本理念> ～通过推进计划希望实现的目标姿态～

让我们携手创建能让所有人放心地以自己的
方式健康生活的“横滨”

1.在身边地域建立相互支援的制度

2.建立推进地域福利保健活动的基础

3.尊重多样化并促进广大市民参与

<推进举措>

<推进视角>

①通过地域居民与支援机构和相关机构的协作，推进地域福利保健

②着眼于每个人的生活并提供支援

③不受现有框架的束缚，致力于实现解决

第5期横滨市地域福利保健计划（爱称：横滨微笑计划）

计划期间：2024（令和6）年度～2028（令和10）年度



目标姿态

1.相互认同

2.关联

3.齐心协力

～相互尊重、可以放心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地域～

⚫ 地域内生活着有着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其中也有人面临着其本身的存在未被充分

认识，容易陷入孤立状态等生活困境。另外，由于社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也有些

人很难在真实的自我状态下生活。

⚫ 为了让任何人都能放心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需要让他们在身边地域能感觉到“被

接受”、“可以待在这里”。

⚫ 通过宽容接受同一地域中每个人的多样性，“相互了解、认同和尊重”，实现任何

人都可以放心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地域社会。

～相互关心、相互支援、可以健康生活的地域～

⚫ 每个人的“关联”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与邻居闲聊；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独居的人；

有共同爱好的人一起聚集；生活面临各种困难的人接受附近居民或专业人士的援助。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关联”。

⚫ 通过交流的场所和机会，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和充实，

并有望对身心健康带来良好效果。

⚫ 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将通过身心健康和创造分工等发展为相互支援，让我们更有

望实现能舒适生活的地域。

⚫ 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过去相比，也有些地域的关

联和相互关心的机会减少了。

⚫ 在此重新共享在身边地域建立关联的重要性，并努力创建相互关心和相互支援的地

域。

～无论是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伸出援手的人，都不会独自承受的地域～

⚫ 在生活中面临着困难的人中，有很多人因为“不想让周围人知道”、“不知道该依

靠谁”等而无法求助。另一方面，也有人“即使发现有人有麻烦，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只能自己烦恼”。

⚫ 我们需要在地域内创造一个无论是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伸出援手的人，都不会孤立，

能向周围人咨询的环境。

⚫ 通过推进“居民之间的关联”和“行政和相关机构等的超越领域的合作”等，所有

人和主体“齐心协力”采取措施，打造没有人会独自承受的地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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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身边地域建立相互支援的制度

【总体方向】

除了通过日常关联，努力丰富居民之间的相互支援之外，还将促进居民、支援机构和相关

机构之间的合作，以解决地域课题。此外，鉴于老龄化的深化等，将推进认知障碍和残障人

士的权利保护，并致力于为生活贫困、“8050问题”、蛰居族、未成年护理人、双重照护等

及其家人提供支援等。同时，为了不让育儿家庭陷入孤立，将在地域内扩充育儿支援场所和

机会。

（1）通过日常关联，丰富居民之间的相互支援

⚫ 在身边地域加大相互关心，以及对面临着困难的人群的重视

⚫ 建立通过日常关联进行关注的制度

⚫ 丰富能让人放心度过地域生活的相互支援

（2）为解决课题而展开居民、支援机构、相关机构和团体之间的合作

⚫ 居民、支援机构、相关机构和团体展开合作，为面临困难的人群提供支援

⚫ 丰富能发挥各相关机构力量的协调职能

⚫ 为了不让提供支援的人独自承受，建立能与其关联并提供支持的制度

⚫ 建立能应对复杂课题的网络

（3）推进身边地域的综合权利保护

⚫ 为实现地域共生社会而丰富权利保护支援

⚫ 扩充用于推进权利保护支援的地域合作网络

（横滨市促进成年人监护制度利用的基本计划）

（4）通过向生活贫困者提供支援来建设地域

⚫ 展开多机构合作以应对复杂课题

⚫ 预防和消除社会孤立状态

⚫ 预防支援者的孤立

⚫ 建设一个无论是“支援者”还是“被支援者”，任何人都能作为地域一员，拥有

逗留场所和职责的地域

<推进举措>



啾啾

啾啾

以前很喜欢和邻居打招呼、
聊天的A女士

有一天在沙龙……

在沙龙里与老熟人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脸上露出了笑容的A女士

A女士A女士

A女士的丈夫A女士的丈夫

您
太
太
还
好
吗
？

哎
呀…

…

妻子自从患上认知障碍以来，
一直没有精神……

不知道A女士
会来沙龙吗 我去打招呼

试着邀请她

我可以去吗……

你来的话，
大家都会高兴哦

真开心呀！

要不学一下认知障碍
知识吧

但只要遇到老熟人，就会笑
・・・

没事！

独居的B先生独居的B先生

最近由于认知障碍发作，
在家变得很抑郁

能不能让这个地区里微笑的人变得更多？

真怀念啊！

真开心啊！

也和其他人
打个招呼吧

或许
有人会高兴呢

下次沙龙也邀请
B先生吧

要不要和地区
护理广场也谈一下

　1　　　　 在身边地域建立相互支援的制度

1

3 4

5 6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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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推进地域福利保健活动的基础

【总体方向】

地域存在因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等导致的地域活动责任人缺乏等的课题。除了致力于为

在地域开展活动的相关组织和团体提供支援外，我们还为社会福祉法人、企业、学校等参与

规划福利保健活动提供支援。此外，我们将建立能够让区役所、区社协、地区护理广场等彼

此协作为地域提供支援的基础。

（1）强化地域相关组织和团体的制度

⚫ 为自治会町内会、地区社协、地区民儿协等提供支援，以延续并扩充其活动和运营

⚫ 为推进地域福利保健活动，建立相关组织和团体的合作制度

⚫ 为启动、继续或扩充新活动，丰富所需的支援

（2）为社会福祉法人、企业、学校等作为主体参与规划提供支援

⚫ 促进社会福祉法人和企业的地域贡献活动

⚫ 推进地域和学校之间的合作与协作

⚫ 为多样化主体合作解决地域课题提供支援

（3）建立区役所、区社协、地区护理广场等彼此协作为地域提供支援的基础

⚫ 推进根据地域特性展开的地域支援

⚫ 为实现个体支援和地域支援的一体化推进，发挥按地区划分的支援团队的综合能力

⚫ 为建立综合支援制度，相关机构展开合作和协作

<推进举措>



轮到当轮班董事的A先生

在自治会节日的准备会议上……

节日非常热闹！！！ A先生在地域的熟人变多了，之后，
开始参加各种地域活动了

初
次
见
面

真
不
错
！

好
棒
！

吵
吵
嚷
嚷

当上了董事，
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话说回来……
节日准备有好多事情要

做啊

大家看上去都
很开心……

真高兴我也能帮上忙

没想
到试着做了以后
居然很快乐……

还好
没多顾虑
直接问了

不知道今年各位
董事能不能多互相配合

一同开展……

大家一点一点地分担
职责吧 那个……

有人可以制作传单吗？

如果我可以的话，
让我来做吧

♪

♪

♪
♪ ♪

唔，看来今年也会很忙

工作日无法参加准备工作……
这个的话……

爸爸！

谢谢！

哦！你来啦！

好咧！

想让节日热闹起来的自治会长

  2　　　　 建立推进地域福利保健活动的基础

1

2 3

4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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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多样化并促进广大市民参与

<推进举措>

【总体方向】

推进创建能理解残障人士、外国人、性少数群体等有着各种不同立场、背景和价值观的多

样化，并相互尊重的地域。此外，在创造并扩充在身边地域交流、关联和参与社会的机会的

同时，将推进符合每个人情况的健康建设。我们还将考虑并创造符合包括后新冠时代在内的

新时代和环境变化的创造关联的方式等，例如数字技术运用等。

(1) 建设能理解多样化并相互尊重的地域

⚫ 创建能理解立场、背景和价值观差异，并相互尊重的文化。

⚫ 推进日常关联中的相互理解

(2) 创造并扩充交流、关联以及参与社会的机会

⚫ 共享在身边地域进行交流和关联的重要性

⚫ 扩充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与人、人与组织进行关联的场所和机会

⚫ 综合推进生活意义、乐趣和福利保健活动

⚫ 创建从儿童时期就能与地域产生关联的机会

⚫ 考虑并创造符合时代和环境变化的创造关联的方式

（3）通过关联推进健康建设

⚫ 推进能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关联的健康建设

⚫ 创建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健康生活的环境

⚫ 推进由地域居民、相关团体、医疗机构、教育机构、企业和商店等各种主体开展的健

康建设



招募同伴

●地域内生活着老年人、残障人士、孩子、年轻人、外国人等各种各样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立场、

背景和价值观。为了在同一地域内生活并相互尊重，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关联，基于彼此情况，理

解擅长和不擅长，并培养相互支援的关系很重要。

让我们一起创建能在生活中
“相互认同” “关联” “齐心协力”的地区

步行兴趣小组

哦！

平时一直走的

路也很快乐呢

退休后……

比想象中更闲啊
而且最近稍微胖

了点？

你要不要出去
散步呢？

是哦

初次见面！

多多关照！

好主意～

欢迎！

下次大家一起去爬山吗

嗯，虽然能锻炼，
但是一个人走路好无聊啊

步行兴趣小组啊……

3　　　　 尊重多样化并促进广大市民参与

1

2

3

4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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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横滨市地域福利保健计划的方向

第4期计划回顾及第5期计划要点

（1）在身边地域创造“关联”和“相互支援”

⚫ 我们正在创建以多样人群为对象，以地域为主体的关注制度。今后需要在整个地域宣

传开展日常关注的重要性，并为推进地域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支援提供支援。

⚫ 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关联的机会正在慢慢扩大。此外，在更贴近身边的地域开展活动

的重要性，正在被共享和实践。今后，为了创建相互支援的地域，需要触及年轻一代

和在企业工作的人等更广泛的人群，并探索新的启发方法。

（2）建立不局限于年龄和领域的综合性支援制度

⚫ 我们正在建立不局限于领域，以地域为主体的关注和早期发现制度。今后，为了让需要

支援的人在生活课题变得更复杂更深刻之前获得适当的支援，我们需要展开环境建设。

⚫ 地域的活动团体正在对各个课题开展跨领域的横向关联，并采取必要的举措。为了让地

区联合町内会、地区社协等与企业、NPO等团体合作的举措能在更多地域展开，需要继

续分享活动案例并进一步创建探讨举措的场所等。

⚫ 需要构建并扩充地域网络，让人们在发生判断能力下降等情况下，也能在地域中放心生

活。

⚫ 为了解决地域活动责任人短缺问题并实现可持续运营，需要扩大地域福利保健活动相关

人材的规模，并建立民生委员和儿童委员能放心继续开展活动的支援制度。

（3）完善易于咨询困难的环境

⚫ 建立能在更贴近居民生活的地域提供支援的制度，作为旨在实现功能化的环境建设，  

地区护理广场和地域育儿支援基地等的建设已取得进展。

⚫ 为了推进权利保护支援的地域合作网络，我们在完善负责促进使用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核

心职责的核心机关。同时，针对需要权利保护支援的人群，正在采取各种举措。

⚫ 另一方面，近年来发现，一部分人面临“8050问题”、双重照护、未成年护理人、蛰居

族等困难，但却无法向任何人咨询，在地域内陷入孤立，问题变得日渐深刻。

⚫ 难以自行寻求支援的人也面临着难以获得支援的问题，我们需要与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援

措施结合并进一步推进实施，完善易于咨询困难的环境，并建立相关机构能合作展开应

对的制度。



（4）创造能理解有着各种不同立场、背景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并相互尊重的机会

⚫ 除了以广大受众为对象的普及启发活动以及让大众理解福利教育等的多样化的举措，

日常生活中产生关联的机会和场所正在慢慢增加，例如创建儿童逗留场所、向生活贫

困家庭提供支援、外国籍儿童与地域的交流等。

⚫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残障人士、外国人、性少数群体等各种有着不同

立场、背景和价值观的人及其想法。

⚫ 此外，还需要通过交流等加深每个市民对残障人士的正确理解，籍此完善残障人士易

于寻求支援的环境等。

⚫ 今后，为了建立能相互理解多样化的关系，需要创建能让各种人超越立场和背景参与

其中，并在日常中产生关联的机会和场所。

（5）通过支援机构彼此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强化来加强支援体制

⚫ 根据支援机构、相关机构和团体、地域活动者的特性，提高协调职能，在合作与协作的

同时，各自以推进地域福利保健活动为目的，履行其职责。今后，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和

多样的地域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职能。

⚫ 居民及居民组织与地域的社会福祉法人等设施、企业、NPO、学校等的合作与协作举

措正在扩大，但为了进一步开展根据地域需求发挥了合作方优势的举措，需要将一次性

举措扩展为持续性合作。

⚫ 在探讨复杂的生活课题方面，正在开展由各种跨领域的相关机构和团体及地域居民参与

并提供协作的举措，但今后将尤其需要同时在区域开展课题共享等。

（6）学校与地域同心协力培育儿童的举措

⚫ 地域育儿支援基地的建设已取得进展。今后需要推进让从未使用过地域逗留场所的家

长和孩子与身边的支援场所产生关联的举措等外展活动。

⚫ 虽然自儿童时期开始，地域内的关联场所和机会一直在扩大，但今后还需要学校和地

域同心协力，不断形成并发展青少年和年轻一代与地域的关联。

（7）创造着眼于每个人的兴趣、参与愿望和个性的多样化活动机会

⚫ 虽然各种年龄段和人群展开交流和关联的场所和机会正在逐步扩大，但我们需要探索

新的交流方式和举办方法，进一步扩大市民参与的规模。

⚫ 尤其是拓展每个居民都可以享受的活动并将其关联到社会参与很重要，另外还需要不

局限于福利保健活动的框架，推进自由活动。

⚫ 此外，除了要通过促进支援制度和活动知识的普及来活化地域活动，还需要改善制度

的易用性。

⚫ 为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和特征并促进合作与协作，需要进一步增加各种活动团体和参

与者之间形成关联进行交流的机会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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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现状

2021年达到峰值后人口开始减少，今后85岁及以上人口将大幅增加

<总人口变化> <85岁及以上人口变化>

横滨市的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今后少子老龄化恐怕

将进一步加剧，尤其是8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急剧增加。

资料来源：横滨市未来人口预测（政策局采样时间：2020年）

资料来源：横滨市未来人口预测（政策局采样时间：2020年）

*假设2020年为100时的2040年的指数

2020年→2040年 2020年→2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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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内“关联”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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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の人々は困った時に

助けてくれると思う者の割合

2013年 2016年 2020年

“想以某种形式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达半数以上

从“有关健康的市民意识调查”的结果来看，“希望与地域人群产生关联的人的比

例”和“认为地域人群会在发生困难时给予帮助的人的比例”呈逐渐减少趋势，地域

内居民间“关联”的淡化让人担忧。

资料来源：有关健康的市民意识调查（健康福祉局）

从在市民意识调查中，针对“想以某种形式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问题的回答
来看，“同意”占15.9%，“有点同意”占41.4%（共计：57.3%）。

资料来源：令和3年（2021年）度市民意识调查（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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